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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于1979年打开国门、启动经济改革之时，全国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经过

了20多年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城镇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数目也由

1979年的216个增加到了2002年的600多个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此外，中国还有2万多个人口20万

以下的建制镇。每年，大约1500万农民还不断移居到城镇，给那里的住房和市政服务增加更多的压

力。  

 

  然而，中国人口的60％仍然在农村，并且有1.5亿到2亿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面临如何吸

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挑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个主要战略就是城市化。城市的发展可以

促进消费、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的城市贡献了超过70％的国民生产总值。面对这样的国

情，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将城市化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推动。  

 

  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城市化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无节制的、规划不当的或管理

不善的城市发展可以引发突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如果中国的市长、城市规划师和开发商们

期望按照富裕国家的模式发展自己的城市，他们同时需要清楚地了解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代价昂贵的

教训，并且应该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流行的城市建设概念和标准并不一定代表最佳的、最明智的

做法。  

 

  疯长：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  

 

  一个流传甚广的玩笑话形容建筑用吊车是中国新的国鸟。中国的许多城市像大工地，到处可见

起重机和脚手架。例如有约800万市区人口的北京，城市建设犹如摊大饼，用地不断地向四周扩

张。北京城区和近郊的面积达1370平方公里，已经建设了五个同心的主要环形路。该市正在为2008

年的奥运会建设第六条环形高速路。相比之下，纽约市的全部五个区的总面积也只有800平方公

里。  

 

  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确实惊人。在过去20年内，中国的城市中建造了几乎80亿平方米的新住宅

面积，同期农村的房屋建设面积又是城市的一倍半。加在一起，这相当于9000万个美国的家庭住

房。如果按年计算，中国每年增加的住宅数量相当于美国每年新建房屋数量的近三倍。  

 

  各个城市也在不断加长和拓宽道路。能够获得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市内道路

的总长度增加了18％、总面积增加了26％，分别达到了20.8万公里和3156平方公里。每一个城市居

民平均拥有了9.3平方米的道路。  

 

  快速的城市开发一方面提高了人民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环境的压力。

如果不能对增长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将抵消生活质量方面的提高。土地利用、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

是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土地利用  

 

  各种建设项目正在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例如，1997到1999的三年内，5738平方公里(相当于7



个纽约市或约4300个紫禁城的面积)的农业用地被转变为建设用地。中国平均每年因开发而减少的

可耕地达300万亩(超过20万公顷)。  

 

  中央政府已经发布规章，限制将农业用地转为工业或其它建设用地。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各

省都出台了耕地补偿规定，要求对转为非农用地的农田面积，于当年内从本省其它地方等量补足。

但是，一些省市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些法规。  

 

  此外，很多珍贵的耕地已经被豪宅和经济开发区占用。到2002年为止，北京、上海、深圳已经

开发了20平方公里的别墅和连体别墅。在重庆的九龙坡地区，在一公里的地带内建有三个别墅区。

上海的一些别墅区大到可以拥有上千座别墅。为城市化的人口提供住房很重要，但这样低效的土地

利用却是不可能持续的。  

 

  ●资源消费  

 

  2003年，中国消费了世界钢材产量的36％和一半的水泥。仅钢材进口一项就比前一年增长了

50％。钢铁、水泥和铝行业的投资比前一年增长了50％，远远高于所有行业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2004年前7个月的城市建设投资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42.7％。  

 

  另外，尽管中国的人均小轿车拥有率仅为每百人一辆，中国也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汽车消费

国，目前的汽车保有量为2400万辆。据估计，中国的机动车已经消耗全国石油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部分原因是高速公路长度的飞速增长，从1985年的零公里增加到了2003年的2.97万公里。2003年城

市间道路总长度达到181万公里。由于中国的石油资源不丰富，目前超过30％的石油需求要靠进口

解决。中国官员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更加依赖原油的进口，从2002年21％的进口比例上升到2007

年的50％。到2030年，交通行业将消费90％的进口原油。  

 

  在大多数中国的大城市中，大量增加的机动车已经造成了频繁和严重的交通堵塞。这促使市政

府进一步修建更多的道路、拓宽已有道路。上海甚至限制自行车在中心区的使用，为机动车让路。

但这些应对措施造成更多的汽车上路行驶，反而使更清洁、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交通模式处于不利

的地位，交通堵塞日益加重。  

 

  城市的扩张、越来越长和越来越宽的道路诱使人们购买和驾驶机动车，从而进一步造成道路堵

塞。这一现象被称为“诱导性交通”。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更多的材料和能源将被用来建设基

础设施，这将产生更多的废物和污染物。居民们将被迫花费更多的通勤时间、更多次的出行来完成

日常事务，消耗更多的燃油，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  

 

  ●环境污染  

 

  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城市没有洁净的空气。尽管中国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已为世界最高，未

来20年内将增加的1亿辆机动车却可能使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近些年来，由于道路上

车辆数目的增长，机动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的主要污染物。  

 

  上面描述的问题旨在强调，“生态城市”或“绿色城市”不仅仅是种树、植草、漂亮的建筑物

和清洁的街道，更关键的是要高效、环保地利用能源、材料和土地等自然资源。  

 

  蔓延：美国城市的扩张模式  

 

  美国目前的开发以蔓延扩张为主，虽然有些地方有例外。蔓延的特点是低密度、分散的土地利

用，例如民居、办公楼、商店分布在不同地点。另一标志是缺乏多种交通工具的选择，主要依靠私

人汽车。  

 

  美国城市人口在增加，而土地消费的速率远远超过人口增加的速率。这导致了美国相对低密度

的城市发展格局。美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是14.2人／公顷，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密度(13.7人／



公顷)相仿。欧洲城市的平均密度为49.9人／公顷。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的300.5人／公顷的人

口密度。  

 

  美国城市的蔓延式发展造成人们依赖于高速路和私人轿车及卡车来运送人和物品，而不是利用

公共汽车、火车及其它公共交通工具。2001年，美国私人机动车数量达1.375亿辆，并且还在增

长。大约有1.2亿人开车上班，而只有560万人乘坐公交车辆，340万人步行上班。  

 

  车辆行驶里程和车辆旅行次数是城市蔓延程度的两个主要测量指标。2001年美国的车辆行驶里

程为3.7万亿公里，平均车辆旅行次数是每日4次。近几十年来，美国城市的车辆行驶里程一直呈指

数增长。  

 

  这种城市蔓延式的发展模式不仅仅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和不安全度，也带来了经济成本、环境

成本和社会成本。  

 

  ●增加脆弱性和不安全度  

 

  蔓延式城市布局迫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长距离驾车和多次出行，从而不能高效使用石油。依赖

高速路和轿车的美国，60％的原油需求靠进口来满足。假如中国也成为以高速路和轿车为主的国

家，她每天将需要8000万桶原油。美国目前的石油消耗量是每天2000万桶，而全球目前的石油生产

量也不过每日7400万桶。  

 

  从战略角度看，蔓延发展引发的石油消费削弱国家的能源安全性。中国已经替代日本成为全球

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其探明石油储量不足全球储量的2.3％，为237亿桶。目前，全球石油生产的

剩余能力不到1％(大约80万桶／日)，而今后几年内的全球需求量，预计每年增长幅度超过100万

桶。当生产能力必须费力追赶需求的增长时，石油供应很可能不稳定，石油价格会相当波动。  

 

  ●经济成本  

 

  低效率的土地使用和对私人车辆的依赖让美国付出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代价。从1999年到2000

年，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花费了1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高速公路、下水道、废物

处理和公用设施。与此同时，美国花费了2000亿美元来进行高速公路的维护、提供警察和消防保

护、垃圾收集和电力服务。这些花费占到了州和地方政府预算的几乎20％。  

 

  城市蔓延发展既增加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增加家庭花销。住在远郊家庭的一大部分花费是用在

交通上。2001年，平均每户美国家庭每1美元的支出中有19.3美分是交通费用。家庭收入中的交通

开支，1935年时不到10％，1960年升到14％，而如今已经接近20％。美国交通统计局的资料表明，

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美国人比开车上下班的人平均少用40％的时间。不幸的是，美国的城市规

划让许多上班族没有享用乘坐公共交通的选择。  

 

  ●环境成本  

 

  低效的土地利用和对私人车辆的依赖也进一步导致空气和水污染，这主要是由于车辆尾气排放

和不渗透的道路及停车场的地表径流造成的。近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空气不洁的区域。空气污染加

剧公共健康问题，比如美国的哮喘病例在1992年和1996年中增长了59％。治病所耗费的时间和钱财

使家庭和公司都受到了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  

 

  车辆排放和城市蔓延也会使水体退化。车辆释放到空气中的氮、金属、石油碳氢化合物最终会

沉积到水体中。如果一个水体流域10％的面积是不渗透的，水生生态系统就会开始严重退化。铺盖

越多的路面，地表径流的流量和流速就会越大，造成土壤侵蚀并在水体中沉积。如果持续发展下

去，这种类型的水污染会影响到鱼资源量和那些靠捕鱼为生的人的生计。这也会使海滩退化，使游

泳场所不安全，进而影响到当地的旅游业。一些蔓延程度高的美国城市，如亚特兰大，由于地面的

不渗透性造成的缺水，已经严重到无法满足150万至360万居民一年的用水需求。  



 

  ●社会成本  

 

  蔓延还从另一方面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花更多时间和钱财赶路，就减少了时间和钱财用

在家庭、教育、储蓄、娱乐和其它休闲活动上。同人们可以靠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上学的紧凑发

展相比，蔓延的布局可能降低“社区”氛围。蔓延式的开发也带来社会的不公，因为这有利于那些

负担得起昂贵轿车的群体，而不注意普通人支付得起的交通选择。  

 

  解决办法是“理性增长”  

 

  为改变美国的土地浪费式开发，环保主义者、公众健康倡导者、开发商、房地产经纪人、地方

和联邦决策者、经济学家们共同推动一系列更好的实践和政策，总括起来被称作“理性增长”，用

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在提高城市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减少空气和水污染，降低对石油的依

赖。  

 

  理性增长运动用10条基本原则来定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1)加强并鼓励在现有社区中发展。在开发新地区之前，先应该考虑可否在现有城市中发展。这

样做既节约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成本，又保护了空地。  

 

  2)鼓励“可以步行的”、紧密连接的社区。“可以步行的”社区由人行道、小径和自行车线路

连接，通向邻近的目的地，如学校和商店。路边的长凳、树木等可以使步行更加安全和舒适。结合

了步行和骑车的日常生活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3)充分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在接近现有城区的地方开发新区，并重新利用废弃的建筑，从而

避免延伸公用设施和服务所需的昂贵费用，如新的学校和远距离的交通线路。  

 

  4)保护空地、农田、自然景观和重要的环境保护区。与蔓延式开发相反，应该对土地利用进行

规划，决定哪些部分将被保护、耕种或开发。  

 

  5)提供多种交通选择。在城市规划中结合考虑行人、骑车人、轿车和公交系统，这将有利于防

止交通堵塞并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  

 

  6)混合使用土地。通过将住宅区规划在公司、商场、学校附近，人们将不需要太多使用车辆。

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和金钱，又能使生活更加方便。由于减少了车辆的使用和污染，也就有利于环境

和公共健康。  

 

  7)提供多种档次房屋。为不同的收入阶层和年龄的人及不同规模的家庭提供住房，使人们有更

多的居住地点选择。  

 

  8)提倡有特色、有吸引力的社区建设。强调当地传统和地方色彩，包括恢复历史性建筑物。城

市应该利用它们的独有特点来吸引居民、商人和游客。  

 

  9)有关开发的决策不能多变，要公平，并具成本效益。如上所述，蔓延式开发对政府和个人的

财务都是不明智的策略。  

 

  10)鼓励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发决策。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有利于将一个地区发展成居民

和公司愿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过去20年中国的飞速经济增长已帮助4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尽管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经

济增长也对公众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随着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继续高

速发展，耕地的吞噬、能源和材料的浪费、环境质量的恶化等问题已经日益突现出来。为了避免重



复美国的错误，即蔓延式发展造成对经济和环境不可逆转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发展需要采纳理性增

长模式。  

 

  当然，理性增长的十项基本原则需要根据各地情况而选用，也不一定立即都能应用或完全符合

中国实际。根据前面所描述的问题，我们依据理性增长原则提出以下建议：  

 

  1)继续强调城市密度，将紧凑的布局、土地和建筑的混合利用、公交系统建设结合起来规划，

目标是使居民生活更加方便，节约民众的时间和其它资源。  

 

  2)强调“可步行”社区，减少对道路建设和车辆的需求。  

 

  3)提供多种便利有效的公共交通选择。  

 

  4)在开发新区之前，尽量利用现有社区和已有的设施。  

 

  5)保护自然景观和环境敏感地区。  

 

  6)让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发决策，以避免作出错误判断和结论。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中国不该重蹈美国城市蔓延开发的覆辙。相反，她应该采用理性增

长的模式，帮助城市和地区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减少对空气和水体的污染，降低对石油的依

赖。  

 

  (作者系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专家。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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